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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专员办:

以预算监管为重点推动综合财政监管工作
（一）部门预算审核着力抓好“四

结合”，提高审核工作的有效性。推行

部门预算审核工作，对加强政府预算

管理、深化财政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2011年，上海专员办按照财政部关于

“一上”预算基础数据和相关资料的

真实性、项目支出预算编报的合理性、

预算编制行为的规范性原则，对上海

海关、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一行

三会”等六家单位2012年“一上”预

算编制进行审核。一是部门预算审核

与预算执行监督相结合。在事前审核

与事中跟踪监管结合中，主动掌握项

目的进展情况，采取市场调查、实地

查看和分项测算等方法，掌握各个项

目的实际支出情况。要求被审核单位

定期汇报重大事件，实施非现场动态

监管。对于新增预算项目或其他预算

调整的项目，以市场价格确定预算价

格，定期到现场考察，避免预算虚增，

从而保证了部门预算审核与预算执行

的严肃性及资金使用的效益性。二是

部门预算审核与部门决算审核相结

合。将本年预算情况与上年决算审核

结果相比对，看新增项目是否合理合

规，看变动大的项目是否合理，依据

是否充分。将本年决算与本年预算审

核结果相比对，看决算是否超出预算，

超支原因是否合规。通过比对后掌握

的情况，作为部门预算审核的依据。

三是部门预算审核与国库集中支付相

结合。在国库集中支付的资金申报和

2011年，财政部驻上海财政监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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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紧围绕“分级管理、权责明确、相

互制衡、规范高效”这一监管目标，

不断拓宽监管思路，勇于创新方式方

法，综合财政监管工作初见成效。

围绕预算管理

加大监管力度

根据《国家财政“十二五”规划

纲要》提出的“逐步将专员办监管重

点调整到预算监管上”的要求，2011

年，上海专员办围绕预算管理这一主

线，加大预算监管力度，重点开展了

“一上”部门预算审核和中央驻沪行

政单位季度预算执行情况分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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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使用两个主要环节中加强与部门

预算审核成果相结合，在资金申报时

将申报项目的性质、内容、金额与预

算审核批复情况相对照，在资金使用

过程中将项目的用途、实际支出金额

与预算审核批复情况相对照。同时，

将服务寓于监督之中，确保项目资金

及时拨付，确保了资金使用的真实性。

四是部门预算审核与银行账户管理相

结合。通过建立部门预算审核基础数

据库和银行账户管理信息库，实现部

门预算审核中积累的基础数据与银行

账户管理过程中收集的数据之间的共

享。在部门预算审核中利用银行账户

管理中发现的线索，在银行账户开户

审核或年检中借助部门预算审核发现

的线索，线索的共享提高了监督效率。

对查实的问题、发现的错漏，在监督

工作中予以关注。

（二）建立事中监管长效机制，强

化预算执行管理。为切实加强中央基

层预算单位预算执行监管，建立事中

监管长效机制，做好预算执行情况分

析工作，上海专员办于2011年7月初

下发了关于填报中央驻沪行政单位预

算执行情况表的通知，要求财政资金

保障程度高的13家中央驻沪行政单

位每年1月2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预

算执行情况，每年7月20日前报送当

年1 － 6月份预算执行情况，每年10

月20日前报送当年1－ 9月份预算执

行情况。上海专员办根据这13家行政

单位上报的数据开展预算执行情况分

析。针对部分单位存在预算执行进度

偏慢等问题，上海专员办对全部中央

驻沪基层预算单位下发了关于进一步

加强预算执行管理的通知，就加强预

算执行管理提出了提高对预算执行管

理的认识、强化预算执行的主体责任、

突出预算执行重点、增强预算执行管

理严肃性等具体要求。

转变监管理念  

突出非现场监管

非现场监管是综合财政监管的

一项重点和难点工作，2011年，上海

专员办不断探索，改进监管理念和方

法，积极开展非现场监管工作。

（一）开展基层预算单位财务自

查。为切实加强预算、财务监管，上

海专员办于2011年4月下旬印发了

《关于开展中央基层预算单位预算、

财务自查的通知》，要求财政保障程

度较高的中央驻沪13家行政单位和

14家参公事业单位开展2010年度预

算、资产、财务自查工作。自查内容

包括：资产出租出借收入、地方补助

收入、其他收入等核算情况；出国经

费、车辆购置及运行经费、公务接待

费用等三项经费预算执行情况；津补

贴经费预算执行情况；基本支出占用

项目经费情况；接受、使用虚假发票

情况等。通过自查，使基层预算单位

查找出财政财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促进其加强内部控制与监督，健全制

度、规范管理，进一步强化预算执行

和财务收支核算工作。

（二）做好非现场数据分析工作。

上海专员办对财政保障程度较高的27

家单位2010年度决算数据进行分析，

结合其上报的自查情况，以及在银行

账户年检、国库集中支付审核等日常

监管中掌握的信息，查找财务管理存

在的薄弱环节和监管重点。一是点面

分析互相结合，分析所有单位的总体

收支水平及资产状况，同时对金额占

比较大或变动幅度较大的个别单位

予以重点关注。二是变动分析互相衔

接，将年度间数据予以衔接并进行对

比，以2010年度的决算报表为依据，

关注2009年、2010年间的数据变动情

况，对异常变动的原因进行跟踪和分

析。三是类别分析互相兼顾，兼顾收

入、支出的不同类型，对财政拨款收

入、事业收入、经营收入、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等情况进行区别分析。四是

主次分析互相呼应，突出年度监管热

点，在一般性分析的基础上，对人员

支出、“三公经费”、基本支出占用项

目经费等情况给予重点关注。一般性

分析主要包括单位基本情况、2010年

度收、支、余情况、资产状况等；重

点分析主要包括跨年度收入均衡性分

析、支出水平变动趋势分析、人员经

费支出合规性分析、“三公”经费预算

执行情况分析、其他情况分析等。对

非现场分析中发现的问题，按重要性

和普遍性原则进行归类，针对不同类

型的疑点对相关单位开展进一步的调

研、现场核查和专项检查。

充分运用非现场监管结果

开展现场监管

2011年，上海专员办共对4家基

层单位开展了预算资产财务检查，对

38家基层单位开展了现场核查。检查

中，充分运用非现场分析成果，对被

查单位财政财务管理的重点、难点问

题进行剖析，以此为基础找寻线索，

确定现场检查的切入点，提高现场监

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达到事半功倍

的效果。如在对某单位开展检查时，

检查人员通过对比分析该单位2008

年至2009年某项目收入与决算报表

说明的该项业务量，发现按照业务量

计算与收入明显不符；通过对其项目

支出预算执行进度分析发现项目支出

预、决算差异较大，存在预算执行进

度缓慢的问题；通过非税收入完整性

分析发现该单位非税收入呈逐年下降

趋势存在部分非税收入未实行收支两

条线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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